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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室介绍

武中苑风采

□本报通讯员 曹艳 潘英

近来，武进中医医院骨伤一科主任
徐鹏带领团队在混合现实技术辅助下，
多次成功完成股骨干骨折闭合复位髓
内钉内固定术。此次手术不仅大大提
高了手术效率，还显著降低了手术出血
及感染风险，标志着武进中医院在数字
化医学领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据悉，股骨干骨折选择髓内钉治
疗已是临床治疗的金标准，但在髓内
钉内固定治疗时，“髓内钉远端锁钉定

不准确”的问题一直是困扰骨伤科医
生的难题。随着数字医学的迅猛发
展，混合现实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应用
越来越广泛，难题得以解决。武进中
医医院将这项技术运用到了临床一
线，成功为多例患者成功进行手术。

三个月前，32岁的张先生因车祸
导致右大腿严重受伤，出现肿痛和畸
形。随即送至武进中医医院，经系统
检查，诊断为右股骨干中上段粉碎性
骨折，建议进行骨折闭合复位髓内钉
内固定术治疗。考虑到张先生病情的
特殊性，若采用传统的股骨髓内钉，用
髓内钉配套的瞄准架系统进行远端锁
钉的置入，经常会出现一个问题，远端
的锁钉会有偏差锁不准。

为此，徐鹏考虑采用混合现实技
术辅助手术，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难
题。术前，徐鹏组织科内人员，通过相
应的软件设计，制定了详细的手术方
案。术中，徐鹏团队借助混合现实技
术，直观、清晰地看到髓内钉在髓腔内
的实时形态、近端及远端钉孔的确切
位置，可视化精准置入锁钉。手术非
常成功。

徐鹏介绍，混合现实技术作为目
前最先进、简便、准确的技术，是将虚
拟空间与现实空间之间实现信息的同
步与交流，让虚拟物体融入现实环境
中，在我们面对的现实世界里进行数

字的访问或控制。混合现实技术融合
了现实、增强现实、增强虚拟和虚拟现
实技术，与虚拟现实相比，混合现实的
一大优势是可以让使用者同时看到所
处的真实环境。

在骨伤科领域，混合现实技术可
用于辅助髓内钉远端交锁钉植入，速
度快，创伤小，特别适用于肱骨干、股
骨干、胫骨干等长管状骨骨折。自
2023年开展这项技术以来，科室成功
为多例患者成功进行手术，大大节约
了手术时间，提高了手术的精准度和
安全性，降低了手术出血及感染风险，
为患者带来了更好的治疗体验。

武进中医医院医生有了“透视眼”

混合现实技术助力骨伤科精准手术

武进中医医院骨伤科为常州市
中医重点临床专科、“十二五”国家
中医重点专科培育单位，共有骨伤
一科（手足踝、骨病、创伤科）、骨伤
二科（脊柱外科）、骨伤三科（关节、
运动医学科）三个病区。

骨伤一科（手足踝、骨病、创伤
科）对于各种手外伤、足踝部损伤积
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能熟练利用
显微外科技术进行断指（肢）再植，
手指重建，周围血管神经损伤的修
复，各种难治性创面的皮瓣转移修
复。足踝部畸形矫正包括足踇外
翻、扁平足、高弓足等畸形，足踝部
创伤包括踝关节骨折、跟骨骨折、距
骨骨折、跖骨骨折、Lisfranc 损伤、跟
腱断裂等，足踝运动损伤包括踝关

节扭伤、距骨软骨损伤、踝关节外侧
副韧带损伤等诊治。

对于年轻的膝关节骨关节炎，
瞄准骨科前沿领域，采取膝关节周
围 截 骨 术 保 膝 治 疗 ，包 括 HTO、
DFO等。采用国际先进的微血管网
再生技术（胫骨横向骨搬移）治疗糖
尿病足，动脉闭塞性脉管炎，为广大
患者带来了福音。对于四肢骨折，
实现了对每一个患者个体化、精准
化的治疗方案，利用最新的技术，微
创化进行复位固定。科室积极运用
中西医结合以及中医的治疗理念，
对骨质疏松性骨痛、骨折后关节僵
硬、关节挛缩等通过中药透皮技术、
中药外洗外敷技术以及小针刀等技
术，取得了显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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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二宣

近日，市二院“心脏康复中心”改
造升级完毕，面积扩大为600平方米，
并引进了日本东北大学脏器康复专业
博士、国家公派日本群马心脏血管中
心高级访问学者、获得推动中国心脏
康复事业突出贡献奖的曹鹏宇教授。

在曹鹏宇的未来规划中，中心将
实现从急性心肌梗死、心力衰竭、房
颤、瓣膜置换术等心脏疾病，到肺动脉
高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肾病透
析、代谢性疾病综合征、肿瘤心脏病等
多病种的全面覆盖，实现心—肺—肾
—代谢“一体化”的脏器康复。中心将
通过药物、运动、心理、营养以及戒烟
和睡眠指导五大处方，开创标准化脏
器康复的新时代，实现从心脏康复走
向脏器康复，从常州走向世界的目标。

心脏康复的时代背景与概念

随着人口老龄化时代提前到来，
心血管病占居民疾病死亡构成的40%
以上，为我国居民的首位死因。通过
手术治疗或单纯的药物治疗并不能持
久有效地改善心血管疾病的预后，通
过早期诊断、规范化治疗，以及心脏康
复和二级预防策略可以显著降低心血
管患者再次发生心脏事件的风险，减
少心脏负担。

心脏康复指在医学诊断评价的指

导下五大处方：药物处方、运动处方、
营养处方、心理处方（含睡眠管理）、患
者教育（危险因素管理和戒烟）的联合
作用，为心血管疾病患者在急性期、恢
复期、维持期，直至整个生涯提供的从
心理、生物和社会等多方面、长期、综
合的服务和关爱的医疗过程。

心脏康复，是一个全面、长期、综
合的医疗过程，包括了心血管疾病康
复和二级预防的全生命周期的关爱与
闭环式动态疾病管理，大体分为三个
时期：

急性期：以生命安全和回归正常日
常生活为目标，发病后的4—7天内。

恢复期：以复职和回归社会为目
标，发病后1周—6个月。

维持期：以健康生活习惯养成，危
险因素控制和健康管理方式构建为目
标，发病后6个月直至整个生涯。

心脏康复的益处

校正身体及精神上的失调状况，
实现尽早地回归社会。减少突然死
亡率，再发病率和再入院率，校正冠
状动脉危险因素，抑制或逆转动脉硬
化过程，防止再次梗死。提高生活质
量QOL，改善心理社会及职业的状
况，通过二次预防实现生命预后的全
面改善。

心脏康复使急性心肌梗死患者1
年内猝死风险降低45%。老年冠心
病患者5年病死率较非心脏康复患者
减少21%—34%。延缓动脉粥样硬
化发展进程，降低急性缺血性冠脉事
件的发生率和住院率下降。显著降
低预防性用药费用。降低心衰患者
死亡率、住院率，改善心衰患者的生
活质量。

康复运动≠健身运动

虽然心脏康复中心和健身房都是
以运动健康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场所，但
是针对的人群和监护的程度截然不
同。有心脏疾病的患者一定要在心脏
康复中心进行有医疗评估和医护监督
下的运动治疗，以防止突发的心血管事
件的发生和应对突发的意外事件。专
业的医疗人员会针对您的病情，在保障
安全的情况下制定个体化的方案以及
营养指导、心理咨询，从而全面提升受
损的心肺功能，重新获得健康。

通过药物、运动、心理、营养以及戒烟和睡眠指导“五大处方”——

市二院迈入标准化脏器康复新时代

市二院“心脏康复中心”成立于
2020年，是全国心血管疾病管理能
力评估与提升工程的“国家标准化
心脏康复中心”。目前中心拥有国
际先进的心肺运动负荷试验评估设
备、呼吸肌功能评估设备、心率变异
性评估设备、六分钟步行试验测试
系统、体适能评估测试系统、急性期
心脏康复标准化流程管理与操作系
统等检查评估仪器。国内领先的体
外反搏治疗仪、缺血预适应治疗仪、
体外膈肌起搏治疗仪、低频电刺激
治疗仪、有氧运动训练的踏车/跑
台/椭圆机系统、抗阻力训练的腰腹
核心肌群/上下肢力量肌群系统等
的主被动康复治疗仪器，并装备了
在康复治疗过程中实现实时个体化
监测的心电、血压、血氧等血液动力
学测试与反馈系统。

□本报通讯员 一萱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没有眼睛我们
就看不见这个多彩的世界。对于糖尿
病患者来说，一定要警惕糖尿病视网膜
病变。

蔡先生患有糖尿病好多年了，最
近总感觉右眼看东西非常模糊，在家
人陪同下，他赶到市一院眼科就诊。
经眼底照相，医生发现，病因竟是糖尿
病视网膜病变引起的出血。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糖尿病最常
见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也是眼科常见
的致盲性眼病之一，世界糖尿病患者中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病率约为
34.6%。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早期，患
者通常没有症状，随着病情的进展，往
往出现眼前黑影、视物模糊、视力下降
等情况。随着病情进一步加重，出现眼
底出血时，患者往往会感觉视野缺损。

专家介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
导致工作年龄成人失明的主要原因，
由于早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可以没有
任何眼部不适，没有视力下降，因此容

易被糖尿病患者所忽视。但糖尿病视
网膜病变也是可防治的致盲眼病中的
首位疾病，早期诊断、有效治疗可以延
缓病变进展和减少视力丧失。

“很多糖尿病患者重视日常的血糖
监测，却忽视了眼科相关检查。糖尿病
引起的视网膜病变不仅会引起视力下
降，还会导致失明。”市一院糖尿病视网
膜病门诊专家、主任医师刘瑶介绍。

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要进行
全面的眼科检查？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糖尿病最常
见慢性微血管并发症之一，同时糖尿病
患者也是其他眼部疾病早发的高危人
群，包括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血管阻
塞及缺血性视神经病变等，因此推荐糖
尿病患者在眼科进行首次全面眼部检
查，可以早期发现疾病，早期治疗。

全面的眼科检查包括视力、眼压、
裂隙灯生物显微镜下检查（角膜、虹
膜、房角、晶体、玻璃体、视网膜）和散
瞳后眼底彩照，有必要的要进行眼科
B超、OCT/OCTA、眼底荧光血管造
影等检查用以评估病情。

糖尿病患者何时进行眼科检查？

2型糖尿病确诊时进行首次全面

的眼科检查。1型糖尿病患者：发病年
龄在12岁以前的，在12岁以后开始检
查眼底；12岁之后起病的1型糖尿病，
在5年内进行第1次糖尿病视网膜病
变筛查。以后根据病情定期复查。糖
尿病患者应在计划妊娠或妊娠前3个
月进行全面的眼科检查。

同时，糖尿病患者应根据病情来
确定是否要经常检查眼底。无病变糖
尿病患者至少每1—2年复查1次，有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者则应增加频率：
轻度非增生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NPDR）患者至少每年一次，中度
NPDR 患者每 3—6 个月一次，重度
NPDR患者及增生型糖尿病视网膜病
变（PDR）患者应每3个月一次。糖尿
病患者在妊娠后建议在妊娠各期和产
后1年内检测眼底情况。

如何治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根据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分级不同
及是否合并累及黄斑中心凹的黄斑水
肿，采用不同的眼科治疗方式。无黄
斑水肿的轻中度NPDR只需内科控制
血糖、血脂、血压，定期眼科随访。对
于重度NPDR和PDR患者，在内科控
制原发病基础上，需要进行视网膜激
光光凝、玻璃体腔注射抗VEGF或者

皮质类固醇药物和玻璃体手术等治
疗，以最大限度改善视网膜缺血缺氧
情况，保全视力。

如何预防和降低失明风险？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主要危险因
素包括高血糖或明显血糖波动、高血
压、高血脂、糖尿病病程长、糖尿病肾
病、妊娠、肥胖、易感基因等。因此积
极控制血糖、血脂、血压是防治糖尿病
视网膜病变及其进展的关键。而预防
DR致盲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常规眼底
检查及定期随访与专科治疗。糖尿病
视网膜病变患者定期随诊，早期发现
病变，接受必要、适当的眼科治疗，可
以避免90%的患者视力严重下降。

助糖尿病患者守护“心灵的窗户”
本报讯（赵霅煜 杨小霞） 近期，

市儿童医院连续救治两例“肺含铁血
黄素沉着症”罕见病儿童。该病为一
种弥漫性肺泡毛细血管出血性疾病，
发病年龄有两个高峰，分别为<5岁和
>11岁的儿童，发病率约为每百万人中
0.24至1.23，属于罕见病。其病死率高
达50%，故及时诊断、早期治疗至关重
要，可以改善预后。

4岁女孩甜甜最近有点咳嗽，妈妈
给她喂了一些家里常备的感冒药。吃
了两天，咳嗽是慢慢好了，但妈妈总觉
得孩子的气色不好，人蔫蔫的，于是带
她到市儿童医院就诊。在血液科门
诊，医生发现孩子脸色苍白，血常规检
查显示重度贫血。“情况有点重，血红
蛋白值只有59g/L，这个年龄段正常应
该＞110g/L。”在医生的建议下，甜甜
住进了血液科病房，边治疗边查找严
重贫血的原因。

血液肿瘤科副主任周华查房发
现，甜甜的血红蛋白又下降到了48g/
L，但孩子并没有身体外部、消化道、泌
尿道等明显出血，血出哪儿去了？会
不会肚子里有隐藏的情况？周华决定
为孩子进一步检查。医学影像科主任
高敏、放射科副主任张静发现，甜甜的
两肺弥漫磨玻璃灶。血液科、医学影
像科紧急会诊，经过病例研讨、资料查
阅，大家怀疑孩子患上了罕见的肺含
铁血黄素沉着症。

呼吸科副主任王涉洋建议，做支
气管镜下肺泡灌洗术，患儿在治疗的
同时可以将肺泡灌洗液及肺组织做病
理涂片检测，以便做最终的诊断。在
和甜甜一家商量后，王涉洋和麻醉科、
血液科、医学影像科数位专家共同拟
定了手术方案，为孩子进行了支气管

镜下诊断性支气管肺泡灌洗+支气管
镜下肺活检手术。

很快，病理切片发现含铁血黄素肺
泡巨噬细胞占32%，铁血黄素沉积。甜
甜被确诊为罕见病“肺含铁血黄素沉着
症”。诊断明确后，周华第一时间为甜
甜调整后期治疗方案，采取糖皮质激素
口服等对症治疗。孩子的贫血也很快
纠正，胃口也好了，又变得像以前一样
活泼好动，很快便好转出院了。

无独有偶，来自云南的11岁女孩
乐乐，从去年到现在一直反复咳嗽，有
时甚至会出现咳血、呼吸困难等症
状。乐乐妈妈带着她辗转多家医院，
住院四次，再加上无数次门诊，其中一
次重症肺炎，还进了重症医学科抢
救。每次经过用药治疗，症状就缓解
了，可是回家没多久便又复发，反反复
复的，咳嗽一直不停。

乐乐妈妈总觉得这次生病和平时
不一样，听说市儿童医院呼吸科在呼
吸道疾病诊治方面造诣颇深，她便决
定带着孩子来看看。“我们是贵州人，
而且属于少数民族，孩子以前有过地
中海贫血，老是需要输血，最近几年一
度稳定了，但从去年第一次住院开始，
每次住院她都有贫血。”

呼吸科主任易阳为乐乐进行了一
系列检查，并研究了乐乐这大半年的
病情后，高度怀疑是肺含铁血黄素沉
着症。通过心胸外科团队为孩子进行
的胸腔镜下肺活检病理检查，孩子最
终被确诊。易阳带着呼吸科团队为乐
乐制定了个性化治疗方案，并详细解
释了疾病的机理和后期的注意事项。
经过治疗，一周后，乐乐顺利出院。后
期需要长期口服药物，但只要情况稳
定，乐乐就可以去上学了。

贫血+反复肺炎
谁知背后竟是罕见病

糖尿病视网膜病门诊

门诊时间：每周四13：30—17：00
门诊地点：1号楼5楼眼科诊室3
预约方式：患者可以通过市一

院官方微信公众号“常州一院视
窗”、微信公众号“常州医保”、电
话、预约中心、自助机等方式进行
预约

本报讯（李青 七轩）张先生是一
名工人，从事流水线操作。长期的手部
劳作让他患上了腱鞘炎，拇指肿胀，屈
伸时十分疼痛，于是到市七院骨科就
诊。接诊的骨科主治医师俞明晨为其
进行了针对性治疗，恢复效果很好。“那
我手上的‘疣’是不是也能让俞医生看
一下？”出于对俞明晨的信任，张先生在
复诊时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

去年10月，张先生在一次工作中
不慎受伤，没想到，手上慢慢地长出一
个肿物，像“疣”一样，此前辗转多家医
疗机构治疗，一直也不见好。“长期以
来，我忍受着这个怪病的煎熬，晚上觉
也睡不好。”张先生诉苦道。

俞明晨仔细观察了张先生手上凸
起的肿物，表示可以尝试另一种治疗
方案。俞明晨认为目前这个肿物太
大，如果现在开展手术切除，创口太
大，皮肤将难以缝合。在俞明晨的建
议下，张先生先回家涂抹药膏，等肿物
缩小后再来医院接受手术治疗。

过了一段时间，张先生手上肿物
缩小了，俞明晨为其进行手部肿物切
除术。切除过程中，俞明晨仔细地分

离组织，在病变组织中意外发现了一
根极其细小的铁丝。困扰张先生大半
年的病因终于被找到，竟是一根细铁
丝引起的。简单的小手术之后，张先
生如释重负：“这下晚上可以睡个安稳
觉了。”

“俞医生关怀患者、工作仔细，理
解我的生活困难，总是为我着想，花小
钱给我解决了痛苦，治疗效果一点也
不差。”张先生写下了一封感谢信，感
谢俞明晨的仁心仁术。一封感谢信，
字里行间都承载着患者的感激与信
任，是患者对医护人员仁心仁术的最
大肯定。

手上突然长“疣”
病因竟是一根细铁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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